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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文名稱 

新竹沿山地區家族之發展-以北埔新姜家族為例（1856-1945）   
二、作者 

姜閎仁 

三、獎助年度 

99 年度 

四、獎助金額 

五萬元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歷史學研究方法為主，並以田野調查口述訪談為輔。 

 

其一為蒐集相關史料以作為研究基礎，透過公文書史料的蒐集，希望透過瞭

解姜滿堂發跡前後九芎林與北埔一帶之社會情勢演變與相關人士活動之情形，建

構出姜滿堂發跡之時代背景風貌；而另外則以田野調查訪談方式，希望透過訪問

新姜家族後人以及地方耆老方式獲得家族私文書與一些以往沒有訴諸於文字之

史料，綜合兩者做進一步的分析歸納撰寫本文。 

 

 

本文以北埔新姜家族做為研究對象，因此有必要對相關的名詞諸如「老姜家

族」、「新姜家族」，下一個定義並做界定。在北埔當地所謂的「老姜家族」是指

金廣福第一代墾首姜秀鑾派下之成員。至於其弟姜秀福孫子姜滿堂所創建的家族

則被稱為「新姜家族」。新姜家族成員包括過繼給岳家的長子鄧瑞坤、次子姜瑞

昌、三子姜瑞金等派下成員，至於四子過繼給老姜家族宋松妹姜瑞鵬，一般並不

列入。 

 



研究史料： 

﹙一﹚、地方志與族譜 

研究主要史料有《陸豐縣志》、《淡水廳志》、《淡水廳志稿》、《淡新檔

案》、合校足本《新竹縣采訪冊》、《淡防分府公文紀錄》、《臺灣各地視察要

覽》、《樹杞林志》、《新竹廳志》、《新竹州沿革史》、《臺灣省通志稿》、

《重修臺灣縣志》、《續修臺灣府志》、《臺灣通史》、《臺灣縣志》、《北埔

鄉土志》、《北埔開闢史》、新修《北埔鄉志》等地方志，《姜氏族譜》、《天

水堂姜氏族譜》、《姜朝鳳公派下族系譜》。 

﹙二﹚、姜家史料 

研究新姜之難題是新姜家族並未有如北埔老姜家族般，留下大批史料。不過

吳學明在北埔姜家所發堀之「姜家史料」諸如各墾務團體的合夥契約、鬮分書、

田契總抄簿、歷來分家鬮書以及金廣福之合約及其他金廣福股夥間合約、近百冊

的家族帳冊等資料，其中有不少可以做為瞭解姜滿堂其祖父姜秀福與父親姜殿魁

以及姜滿堂本人在清領期間活動之背景資料。其它則有賴藉《淡新檔案》、九芎

林地區的「碑碣圖誌」、「新竹縣採訪冊」等做為補強。 

   關於姜滿堂等新姜一、二代成員之背景資料與資產狀況。新姜各房手中，除

了留下許多老照片與姜成佼所自撰的《北埔新姜家的故事》之外，並無集中完整

之資料。為了能在有限的史料中更建構出新姜家的完整面貌，以竹塹地區「古文

書」、「地方志」、老新姜家族成員的「契約」、「帳簿」、「權狀」、「分家

鬮書」、「碑碣圖誌」、「日記」、日治時期之《總督府公文類纂》、《總督府

府報》、《台灣列紳傳》、《台灣人士鑑》、《台灣官紳年鑑》以及老、新姜族

家族日治、光復初期老照片、日治期間之報紙、雜誌等資料，做為本文研究之參

考來源。 

 

   

 

六、主要研究發現 

    本文從諸多族譜與田調文獻發現老、新姜家族出身的姜世良宗族的福佬底背

景。透過文獻探討也了解到姜世良ㄧ族在中國廣東陸豐原鄉實則乃是販鹽致富的

家族。 

   姜世良派下員在雍正、乾隆年間陸續來台，桃園地區「姜勝本墾號」就是姜

族通力合作下的產物。姜世良派下在桃竹苗地區的拓墾過程中頗有貢獻，諸如姜

朝鳳在紅毛港、姜勝智之拓墾九芎林。姜勝智是姜族前進內山發展有成的領頭

羊。姜勝智的奠基也牽動姜秀鑾後續在內山地區的發展。結合閩粵資本所創建的

金廣福墾業讓姜秀鑾家族在北台開發史上揚名立萬。不過讓姜家獲得大發展的關

鍵則是內山經濟的發展。 



 1860 年以後，台灣糖、茶、樟腦出口激增，北部淡、新地區，近山的丘陵一帶

水土適合樟腦與茶的生產因此成為有心逐利商人競相湧入的地區。金廣福在開墾

之初，吸引先民入墾因素除了可墾成田地之外，山林之利是另一誘人因素。姜秀

鑾家投入金廣福財富可以暴增，除了來自土地拓墾利益之外，與在本區商業投資

有很大關係。姜家甚至還有與塹城內的商號有合夥關係。 
   新姜家族發跡祖姜滿堂的祖父係姜秀鑾之弟姜秀福。秀福一系在兄長遷到北

埔發展後，留在九芎林發展。 姜滿堂經商失敗流落到北埔也因為趕上內山經濟崛

起浪潮而翻身。姜滿堂在北埔街上所創立之榮和號在日領前，已是本區著名商

號。姜滿堂累積ㄧ定資本後也投入土地投資開發行列並參與宗族事務。 

   北埔老姜家族長姜紹組在乙未年間抗日自盡，姜家出現領導斷層是新姜家可

以在北埔政壇迅速崛起的原因。姜紹組死後，內山情勢持續不穩，日方改採懷柔

對待有力勢族，姜滿堂以姜家代族長身分在地方活動獲得日人青睞，從日治其間

所留下之《總督府公文類纂》、《總督府府報》等資料也發現姜滿堂因此也獲得

不少政、經特權，諸如樟腦專賣與公有林地放領等。 
   姜滿堂在崛起後頗重視後代的教育，姜瑞昌等因為接受新式教育，更能以新

視野與新知識投入新事業之經營，讓新姜在日治以後更成為地方之有識又有力之

家族。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結論： 

   讓北埔新姜家族躍上歷史舞台的姜滿堂，清末至日治間崛起，財勢驚人。日

治時期其家勢甚至可與本家姜秀鑾家族互相拮抗。日治期間，新姜第二代姜瑞

昌，長期擔任北埔庄長、新竹州協議員之要職，甚屢傳入選總督府評議員之呼聲。 

戰後姜瑞昌被委任北埔鄉首任官派鄉長開始，該鄉連續四任鄉長俱是出自新姜家

族。大新竹縣市未分治前，新姜家族更產出兩任副議長，家勢可說煊赫ㄧ時。 
清末的開港與同光以後北埔特殊局勢造就北埔之畸型繁榮，姜滿堂在此營商

賺到第一桶金， 真正讓姜滿堂從中下紳商階層崛起變成地方領導要角之關鍵是乙

未年間清廷的割台。當時大隘地區最大勢力老姜家族領導人姜紹祖抗日失敗自

盡，地方出現領導斷層，姜滿堂以代族長身分出面斡旋疏緩老姜家與日本政府緊

張關係，因此得以出線。 
    乙末年間台灣割日，成為很多家族發展之分水嶺。 老姜家族因族長姜紹祖抗

日身亡，家族發展因此沈潛近十年。姜滿堂反而因為本區抗日太過激烈，日方改

採懷柔方式對待抗日分子而獲得特權讓家勢更為壯大。不過姜滿堂對穩住老姜家

族免被清算以及穩定北埔局勢也有其貢獻。 
  姜滿堂發跡後，勇於讓子弟接受新式教育是造就新姜可以維持影響力的原

因，姜滿堂去世後，姜瑞昌等憑藉財勢投入「製茶」、「信用組合」等新事業維



持家業之不墜，迄終戰後，在地方始終保有可觀之政、經實力。不過新姜第二代

最大的貢獻是日治時期提昇北埔茶業界之貢獻。「北埔茶」在新姜家姜瑞昌與老

姜家姜阿新的努力奠基下名揚島內外，對新竹沿山地區經濟影響深遠長久。迄

今，北埔膨風茶還是台灣少數的高級茶種。除了政、經事跡外，姜瑞昌與鄧南光

在日治初期與中 、後期的攝影作品、姜瑞金的書法等也成為地區重要的文化資

產。 
     

建議： 

北埔一地以往以老姜家族事蹟普遍為人所知，與老姜家系出同源的新姜家崛起

後，其家諸多事蹟也頗令當地人津津樂道。新姜家目前所為人所知的乃是台灣著

名的前輩攝影家鄧南光。鄧南光目前已初步受到重視，在北埔當地已有鄧南光影

像紀念館成立。新姜家除了鄧南光之外，過繼給老姜家的前新竹女中校長姜瑞鵬

之宅地，目前也是著名的水井茶館所在。新姜家膨風茶之父-姜瑞昌與前新竹縣

副議長姜瑞金，兩房都留下不錯建物。不過部份家屬似乎對宅地被列入指定古蹟

充滿疑慮。 假如這些建物能列入北埔發展文創之標的，勢必能讓北埔的文創觀光

發展格局更加提昇。 


